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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工作





一、請舉出四種社會工作者在引導團體討論時，可以使用的引導

技巧?並請說明該四種引導討論技巧的內容?(P.209~P.212)

二、請舉出三種團體思考的症狀。想要避免團體出現團體思考的

狀況，請舉出三種因應方式。(P.213~P.214)

三、促進團體成員建立關係的技巧? 請舉出5種。(P.246~P.248)

四、任務性團體的討論技術，請舉出5種。 (P.254~P.256)

社會團體工作 作業一 (請用作業紙手寫)



社會團體工作~問題與討論

 1.社交訓練團體的功能?

 2.以兒童為主體的復健團體工作，可歸納出哪五項主要團

體功能?

 3.培植團體領導者，是專業人員在領導自助團體時最重要

的內容，如何尋找領導者?如何使成員願意當領導者?

 4.社區工作是社會工作的傳統工作範疇之一。社區工作準

備階段的六步驟，請加以說明之。



第三部分 技術篇



第十章

社會團體工作之意義與本質



關鍵詞彙

學習楷模(role model)

論證能力(reasoning ability)

任務取向(task oriented)團體討論

團體思考(groupthink)

團體取向(group oriented)團體討論

團體衝突group confict)

侵略式溝通(aggressiveness 
communication)

零和街突(zero-sum conflict)

複動機衝突(mixed-motive conflict)



自我評量題目

1.請問團體討論的功能為何?

2.一般來說，團體討論可以區分成任務取向與團

體取向，請簡述這兩種取向的團體討論內容為

何?

3.請問團體討論的內容可以分為哪五大類?並請

說明其內容。

4.在團體討論的準備期，社會工作者的工作內容

為何?



自我評量題目

5.請問在哪些團體討論的情境中，社會工作者

適合介入協助，以增進團體討論的品質?

6.請舉出四種社會工作者在引導團體討論時，

可以使用的引導技巧?並請說明該四種引導討

論技巧的內容。

7.團體出現團體思考時，會出現哪些現象?為避

免團體討論出現團體思考的難題時，社會工

作者可以採取哪些方式加以因應?

8.當團體討論出現團體衝突的難題時，社會工

作者可以採取哪些方式加以因應?





第一節 團體討論的功能 P.203

團體討論具有的重要功能，包括:

一、引發參與動機(motivation )

二、增進團體合作活動( cooperative activity)

三、傳遞知識

四、解決問題

五、學習楷模(role model)

六、增進論證能力(reasoning ability)

個人有效組織自己的想法，並能清楚、有通輯的表達出

來，能確保其他成員可以了解自己的想法。

七、提升個人包容力(flexibility)

八、增進成員自信果斷(assertiveness)

九、學習傾聴(listening)

十、提升思考能力(thinking ability)



第二節 團體討論的形式 P.205

團體討論的形式:

一、討論主题的取向:任務取向(task oriented)或團體取向(group oriented) 
(Galanes， et al., 2007; Young, Wood,Phillips & Pedersen， 2001 )

(一)任務取向的團體討論
1.有明確的間題要處理。

2.有清楚的任務要達成。

(二)團體取向的團體討論

1.特色在於團體是高度關注團體自身與團體動力。

2.主题都是來自於團體成員在當下所關心的議題或團體動力的影響，而不

是一直都在討論特定議題。

二、討論時間的長短:長期或短期(Galanes，et al.,2007;Young, et al., 2001 )

1.討論時間的長短取決於討論的主題，例如:在團體中想要討論對經歷大型災

難後的經驗，這樣的主題，很難在一次一或兩小時的團體中，讓成員完整

的表達與討論，因此它適合在長期的團體討論中被討論。

2.成員活動繳費的問題，這樣的主題就是一種適合短期團體討論。



三、團體討論的內容

根據漢菊德(1998)的分類方式，其將團體討論的形式依據討論内容
，而區分成以下幾類:

(一)資訊性的討論

例如:有成員詢問要如何找到一些生活資訊，成員間就開始分享可
以去哪找生活資訊。

(二)情緒性的討論

就是針對個人的情緒感受進行討論，通常都是在討論彼此的感受
或接納彼此的感受。討論的目的在於陳述和澄清自己當時的情緒
感受，進而掌握自己的狀況。



(三)問題性的討論

針對某些疑問進行討論，可能會討論為何有這樣的問題·或要如
何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在這樣的討論内容中，很大的特色不是
指討論感覺和原因，還會去討論要如何處理或如何做。

(四)思辯性的討論

主要集中在認知或知識的層面進行討論，經由討論的過程·讓所
有成員一起來思辯知識或某些觀念的真實性或正確性。

(五)想像與創造性的討論

因為成員彼此的大量溝通所以有時候會突然激發出靈感。



第三節 團體討論的技術 P.208

一、事前準備
透過事前準備，有助於社會工作者在引導團體討論時更聚集，成員
也更容易進入團體討論的氛圍之中。
(一)預先準備討論主題
1.工作者可以配合團體設定的工作目標，預先構思一些可以作為討
論並延續該主題發展一些可供後續發展的次要主題，之後再假想主
题和次要哪些可能的回答，而這些回答又可能產生哪些可供討論的
主題。

(二)物理環境的準備
包括:場地大小、交通便利性、座位安排、環境舒適度(空氣流通、
布置、燈光等)音響設備等，都是工作者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三)確認或邀請團體參與者
工作者在每次團體討論執行前，都應配合該次的團體討論的目的或
主題，邀請適合的參與者參加。



二、討論時的引導 P.209

(一)讓討論開始
1.在團體討論開始前，工作者應該要介紹每位成員。
2.工作者的職責在於維持開放性的討論氣氛。

(二)尊重團體中的沈默
在團體討論中，有時候會出現沉默的現象，工作者對這樣的現象應該予
以尊重，不要急於說話以打破團體中的沉默，這時候允許沉默的出現，
並讓團體成員自已出來處理這樣的現象，也是工作者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

(三)鼓勵式的引導
1.這是很重要也常被運用的引導技巧，尤其對於個性較為内向、不善表
達的成員，工作者應適時給子鼓勵和肯定。

2.摘要成員的意見，並反問其他成員『除了某某的想法之外，也許其他
夥伴有不一樣的想法......」來協助引發討論。

(四)澄清問題
當工作者或成員當不清楚或是誤解時，請成員重新表達自己的想法。



(五)創造發言機會/適時打斷發言
每個人都有足夠的機會參與團體討論。在某些狀況下，工作
者應該進行介入，以增進團體討論的品質:

1.集中式的發言
2.發言内容偏離主题或過於抽象
3.沉默的參與者

(六)摘要
摘要是社會工作者常用的技巧一，摘要要能簡單、清晰、明
確，若是幫成員歸時意見時，在摘要後也要詢問成員這樣是
否符合他的想法。

(七)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

(八)神奇圈(the magic circle)

這個方法可以讓每位成員都有機會發言，工作者可以將座位
安排成一個圈圈，在團體討論開始時，在每個討論主題上，
可以由任一個成員開始發表意見，然後就依序讓下一個成員
發表想法。



(九)發言麥克風(pass the buck)

1.工作者可以準備一個物件，並說明要發言的人，必須拿著這個物

件才可以說話，其他沒有物件的成員，需要尊重持有該物件者

，持有該物件者發表完意見後，可以將該物件傳遞給坐在他附

近的其他成員，或舉手要求想要擁有該物件的成員。

2.在運用這個技巧時，工作者也可以結合使用限制發言時間的技巧

，以避免有成員霸住物件不放的狀況。

(十)回饋(feedback)

在每次團體討論結束後，工作者可以總結該的討論內容，並給

予回饋，回饋的内容可以包括，這次討論的所有主題、感受和

意見，或是工作者也可以準備一個單張或海報·然後請成員一同

來完成單張或海報，表 10-1即為一例。



在帶領團體討論時的注意事項(Auer& Ewbank,1974 Ellis 

& Fisher,1994;Young,et al.,2001) :

1.保持接納與尊重，接受成員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2.提供資訊，同時也對成員尋求資訊。

3.給予正向的回應和意見。

4.標示成員的貢獻，並給予感謝。

5.避免對抗與有敵意。

6.避免製造團體中的競爭。

7.避免要求成員在團體中懺悔。





第四節 團體討論中的難題:團體思考與團體衝突 P.212

一、團體思考(groupthink)

(一)團體思考的前提

1.團體具有高度凝聚力，團體會具有吸引力。

2.團體是被隔離的，團體成員不容易接觸到團體外的資訊或來

自團體外成員的意見。

3.團體有一位指導型的領導者，所以領導者對團體具有高度掌

控，並會清楚向團體成員表達他對團體的期待。

4.高壓力，成員可以清楚感受到團體正處在嚴重的威脅之下。

5.决策程序粗糙，沒有標準流程來思考各種可能的方案或想法

，或是即使原本有在這時候也被棄之不用。



(二)團體思考的症狀 P.213

1.出現無懈可擊的想法，成員一致出現我們團體是最好的，我們

不會有問題的。

2.道德信念，相信神祉是認同我們，站在我們這邊的。

3.對外部團體出現刻板化印象，以簡單又刻板化的想法看待非我

們團體外的其他團體。

4.成員自我約束，成員自己會主動不提出反對意見，避免一致性

的討論及決策的進行。

5.從眾壓力，當有成員提出不同方法時，會立即有其他成員出來

指責或給予壓力，要求成員支持團體的一致性思考。

6.無異議的錯覺，不會去詢問團體外異議分子的想法。

7.親衛隊現象，成員會保護領導者讓其不受到非團體意見的干擾。



(三)團體思考的結果

1.對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法之討論與蒐集都不完全·

2.不檢視解決方法是否具有風險。

3.資訊蒐集不完整。

4.不會制定備用計畫。

避免團體出現團體思考，有幾種可以因應方式:

(一)增進團體成員的異質性

(二)不同角色的扮演

(三)建立標準性的多元團體決策檢驗流程



二、團體衝突(group conflict)

當發現團體出現衝突，可以探取以下幾種方法，協助團體
解決衝突(Aronson, et al.,1995;Ellis & Fisher,1994):

(一)增加溝通與合作管道

工作者除了提供更多機會讓成可以彼此溝通與合作外·更
重要的是要促進成員間建立信任感，因為在有信任感的

基礎上，成員間的溝通才會更正向，也更顧意彼此合作。

(二)統整性(encapsulation)的解決

工作者可以協助團體中衝突的成員找出可以雙方都獲益的
解決辦法，這就是所謂的統整性解決。

(三)讓步/釋出善意

工作者可以協助雙方，願意採取逐漸減少對抗並且增進互
惠的行為，來解決團體中的衝突。



第十一章

團體活動運用



關鍵詞彙

團體活動目的

團體活動設計

藝術治療團體

團體活動功能

冒險團體

家屬支持團體



自我評量題目

1.如果你是一位老人安養機構中的社工師，打算

為機構内的老年住民規劃團體活動，在籌畫團

體內容前，試問團體活動可以產生哪些功能?

2.請你根據本章所述的團體活動設計流程，以單

親家長成長團體為例，說明在造行團體活動設

計前的需求評估。

3.請你以高中生為例，規劃一個完整的教育性團

體，說明團體活動各個單元內容。



第一節 團體活動的目的與功能 P.223

一、團體活動的目的

(一)吸引成員認同團體

(二)解決問題與滿足需求

二、團體活動的功能

從整體性視角分析，團體活以展現以下大項功能:

(一)提供人際互動的機會

(二)促進學習新的社會知能

(三)特殊經驗的包容

(四)自我潛能的激發

(五)違常行為的容許

 (六)生命經驗的連結



第二節 團體活動設計流程 P.226
一、活動設計前的需求評估
(一)設定團體目標
(二)設計團體活動的人員
(三)評估團體成員參與活動能力
(四)評估成員的需求期待

Bradshaw將需求區分為:

1.規範性需求:指由專家範訂的需求類型。
2.感覺性需求:指個人自我認知的需求内容。
3.表達性需求，指個人將需求期待表達讓他人知道。
4.比較性需求内容:指經過和外界比較後的需求差異狀態。
活動設計者應該將成員的感覺性需求引導出來，，並藉由比較性
需求的衝量，找成員最大的需求交集處，然後「以需求為導向」
來作為活動設計的參照方向。

(五)評估活動內容對成員的影響性
(六)其他活動方案的蒐集



二、籌畫團體活動具體方案

(一)設定單元主題

(二)確認活動方式

(三)活動場地設備

(四)單元活動時間

(五)評估活動人數

三、團體活動內容操作階段

(一)團體開場介紹

(二)分派角色任務

(三)說明活動規範

(四)帶領活動進行

(五)制訂評量指標



第三節 實務團體活動案例 P.230

青少年團體:戶外冒險團體

「冒險教育活動方案」就是針對参與者設定具體有意義的活動目標，在經過嚴
格安全評估且有計畫的各種冒險活動設計程序中，規劃具有教育或學習性質的
活動方案。每一個團體成員就在所經歷的任務挑戰中，學習到相關的問題解決
技巧與能力。

「少年人際成長冒險團體」規劃要點:

一、適用對象:國一、國二有人際溝通困難的學生，或在人際關係上曾遭遇偶

發性失敗、挫折的學生，無法自在愉快的與人相處者，人數以8~10為限。

二、團體目標:

1.使學生能體認人際溝通能力的重要性。

2.協助學生發現並瞭解自己人際方面的特質。

3.幫助學生在人際溝通中關察自己和對方的反應。

4.協助學生瞭解及學習有效的溝通方式。

5.增進學生解決人際溝通問題的技巧和能力。

三、團體性質:本冒險團體性質應具備探索性及學習性，每週進行一次·每次

團體時間約為90-120分鐘，可分為八週進行。







學校社會工作一性別平等教育團體

一、團體名稱:甜圈圈一性別平等教育團體

二、團體目標:透過性別平等教育的理念融入成長高的實務運作，

請成員班解性別的認同與發展要務，認識男女的特質差異性

，學習尊重異性及身體自主權。

三、活動設計架構:此教育團體將以體驗學習為團體活動设計理念

，摒除過多的單向課堂教育模式，期望讓學生透過角色扮演\

、技巧示範、腦力激盪、議題討論、情境模擬等方式，使成

員能夠領悟到性别平等的概念與行為表現。

四、團體規模與時間:教育性團體希望能夠達到充分的互動性與學

習性，團體人數以15~20人為原則，可以透過分組活動方式，

來增加成員的參與機會·本團體可規劃每週活動一次，每次約

100~120分鐘。







藥毒癮家屬支持團體

一、團體目標:

協助藥毒瘾成瘾症者家屬，抒發內在壓力，提供情緒宣洩窗口

。透過成員互助分享，產生内在力量，繼續陪伴成瘾家屬達到戒

斷目標，同時由透過團體活動内容，獲得相關資源與資訊，相互

學習自我照顧，讓自己變得更有能力讓家屬們相互認識、熟識，

並彼此分享陪伴藥毒瘾個案的甘苦經驗，進而建立起支持網絡。

二、團體規模與活動時間:

本次活動預計招收15名，為期八週，每週三下午2點至4點，每

次進行2小時。由於此團體涉及較為私密的個人經驗，故規劃以

封閉式團體運作，成員需經社工師評估後，邀請參加，中途如有

成員因故退出，則不再加入新成員。

三、活動地點:醫院精神科團體室







第十二章

團體工作技巧



關鍵詞彙

團體工作技巧

互動的技巧

反應的技巧

行動的技巧



自我評量題目

1.團體工作程序性技巧有哪些?

2.有哪些技巧可用來帶領團體成員互動溝通與行

動?

3.有哪些討論技術可用來催化任務團體的分享討

論?

4、引導處遇性團體討論應注意團體成員活動的

哪些情境意義與經驗，讓團體成員記憶和思考?



第一節 團體工作技巧的意義 P.243

團體工作技巧(skills)

 團體工作者行為，例如:對團體成員的意見點頭，或
表現出專心聽團體成員意見表達，或是當團體成員之
間意見不同發生口角衝突，團體工作者從頭到尾没有
制止，這些都可以算是技巧的運用。

 「功力」需視是否為情境的合宜行為；例如:團體快
結束時速用摘要技巧，幫助團體成員整理活動過程經
驗、對團體成員的信任系統提出疑問或對團體的發展
没

 有什麼進展時，提出或澄清團體的發展方向等等，均
可視之為技巧。



第二節 團體工作程序性技巧 P.244
一、團體組成的技巧:包括如何確認團體成員的可能需求，計畫採用團體結構

的程度與達成團體目標之關係，包括團體成員異質度、團體人數、團體

活 動、活動次序安排與團體凝聚力發展之外，對於進行團體的方式與次

數與團體目標達成之關係，團體的環境布置對團體成員互動之影響等搭

配，也相當重要。

二、催化團體各階段展技巧:「計畫趕不上變化」不管事前如何仔細的規劃團

體工作之進行，但是臨場的實際狀況是無法完全預估，須要隨時應變但

是確認團體各階段之特色與需要達成團體展的任務。

三、團體開始與結東的技巧:需要考量團體每一聚會單元之進行程序或議程。

例如:初次團體聚會如何開始，第三次團體聚會如何開場，團體結束時可

用的方式，是由團體工作者或是邀请團體成員做總結摘要等。

四、團體評估技巧:包括記錄技術、確定評估團體成效指標等等。呈現團體成

效可以由團體成員陳述、運用現成量表或觀察團體成員行為表現。



第三節 帶領團體成員互動溝通與行動之技巧 P.245

一、促進團體成員建立關係的技巧
(一)專注

(二)傾聽
1.接納:以中立、不評判的態度在傾聽。
2.尊敬:當團體成員在陳述自己的事情時，不輕看之。
3.同理的瞭解(empathic understanding):正確反應團體成員的感受。
4.關懷:傳達對於團體成員的分享感到興趣，想瞭解發生什麼事情。

(三)反映
反映技巧兼具有口語和非口語兩種溝通方式。過度探索可能會觸
及團體或成員最深層的内在情緒。，因此，在使用時必須小心，
如果進行太快或太深入，可能變成威脅性的行為。



(四)重述(內容反應)

重述技巧(restatement skill)是使用相似的語句，回應團體成
員所表達的訊息。

例如，團體成員:「我現在恐怕必須對找工作這件事做個決定
，因為爸媽愈來愈没耐心了。」團體工作者可以重述: 「你父
母親對你失去耐心，逼得你趕快決定工作的事。」

(五)澄清

澄清技巧(clarifying skill)是對成員傳達不清楚和混淆的訊息
做出反應，以理解真正的意思，增進體的溝通技。

(六)摘要

如階段性結論一樣，摘要可刺激團體成員深入探討某個
議題。，將團體討論過的內容作簡要的陳述，也可以使團體
成員有機會再次思考問题解決方式及下個步驟。



二、促進團體成員分享的技巧

(一)同理心

「同理心(empathy)」意思為「感受進去(feeling into)」(曾
華源，1985)，同理心是把自己放在對方的感覺和内在參考
架構(intem frame of  reference)之中，同時能保持客觀性。

例如:團體工作者對成員表達考試一直失敗和感情不順的挫
折，走到他身邊他身邊，拍拍他肩膀說: 「不順利使人感到
沒信心而且要再談感情，會有恐懼心理。」不過，團體工
作者應注意，太多的同理化、會使得成員沉醉在這種享受
中，而變成長久的依賴和不成熟。

(二)聚焦

聚焦技術(focusing skill)避免團體成員發言過於零散，缺乏溝
通焦點，導致團體發展受到阻礙。



(三)調和

團體工作者的立場要客觀，不偏袒任一方，確保所有
的意見都能夠公平的對待。

(四)解釋

解釋技巧(interpreting skill)是指將團體討論的事物和某些
標準連結，以助團體成員瞭解。

例如:今天我們這個團體的談話有點沈悶，大家講話都顯示
有點顧忌。是不是因為上一次大家都談到感情受傷的經驗
，最後沒有時間再做更多分享彼此的想法，所以大家在談
到有關個人的部分有點顧忌?」



(五)連接

連接技巧(linking skill) 是找出每個人想法的共通點，增
進團體成員聯繫密切的技巧。例如:玉英和明玉似乎對「約
會應該由男生付錢」的觀點一致，然而晚燕和英卿好像喜
歡的是要「看情況，如果不喜歡對方，就各付各的。」

(六)阻止

阻止技巧(blocking skill)可用在防止團體或團體成員為一
些不適當行為找藉口。團體工作者須具備團體過程的知識
，同時能敏感地察覺，並阻止團體中某终可能會有害的行
為發生。重要的是團體工作者須表現溫和堅定的態度，並
且不被團體當時的情緒性氣氛所左右。



(七)設限

制定範圍以促使團體的結構建立就是設限技巧(limiting skill)在
既定的架構中，團體可產生交互作用並避免過度或有害行為
的發生，減少團體中有害的交互作用，以指出正確的方向。
例如，團體工作者:「我們在此所談論的東西對每一個人都是
最重要的，因此，離開這裡以後，我們就不能再討論，我們
之間也才能有信任感。

(八)取得共識

(九)保護

使用保護技巧(protecting skill)在防個人受到不當的攻擊、批評
或傷害，以用來對抗團體的壓力。例如:「好像大家對阿黃有
異議，我覺得在這麼大的壓力下，他已經盡力了，也許我們
進一步瞭解他的想法，可以提供對他有幫助的意見。



(十)支持

 支持技巧(supporting skill)可提供增強、鼓勵團體成員在團
體中產生交互作用。支持團體成員自助及互助，讓團體成
員在團體中感到安全，他們的想法和感受都可以被接納。

三、促進團體成員行動的技巧

(一)發問

(二)探測

(三)定調

(四)面質

(五)個人分享

(六)示範





第四節 討論技術在任務性團體與處遇性團體的運用 P.254

一、任務性團體的討論技術

(一)座談會法(綜合座談)

對聽眾來說有兩種主要職能，要能夠接受意見溝通，並
且可以對資料或傳達的意見提出回應，以便完成團體的目的
主要的程序包括引言、意見交談與結論三部分。

(二)六六討論法(嗡嗡法)

六六討論法主要是希望大團體在非正式的氣氛之下，出
席者在民主過程中，參與討論並獲得意見一致。其方法是由
六個人以六分鐘的方式。每人發言一分鐘，發言前每人靜默
一分鐘，發言完後leader會綜合意見，提出報告。

(三)代表討論法

代表討論法(the panel discussion)由於是代表參加，可以幫
助團體面對一種攻擊性的爭議議題，而得以分散責任。



(四)腦力激盪法
腦力激盪法(brain storming)是一種集思廣益的方法，透過鼓勵團體成員
自由發表意見不受限制和約束的情況下，可以讓團體成員彼此相互刺
激，表現創意。
其主要步驟如下:1.自由發言(發表意見):2.擬定標準:3.評價意見:4選擇可
行意見。
在實施時要注意的原則:1.不立刻批評:2.量重於質;3.越新奇越好:4.可以搭
人家便車(接著人家的意見，刺激自己的意念)。

(五)專家對話法
由兩名有學識經驗者針對某一主题發表意見並進行討論，此一方法
可以發揮個人的觀點，彼此相互刺激，而且可以讓團體在兩人對話過
程中引導團體成員進行思考，創造討論。

(六)配對討論法(二、四、八法)

方法的進行方式是，先由兩個人一組在四分鐘之内獲得具體的結論後
，再找另外一組結合為四個人一組，就他們所獲得的結論交換意見後
，形成具體的意見，然後再與另外四個人合成一組，再進行討論以獲
得具體意見。



第四節 討論技術在任務性團體與處遇性團體的運用 P.254

二、處遇性團體的討論技術

(一)團體活動運用要考慮社會文化因素

(二)團體活動要考慮團體結構



第十三章

團體工作評估



關鍵詞彙

團體工作評估

團體凝聚力評估

功能層級評估

團體環境的評估

團體結構評估



自我評量題目

1.對個別團體成員改變的評估，有哪些方法可以

運用?

2.評估個別團體成員參與團體成果，可以選擇哪

些面向作為指標?

3.有哪些方法可以運用評估團體情況?



第一節 團體工作評估的意義與方法 P.264

一、量化資料蒐集
1.在量化的資料蒐集方法中，次數計算是針對團體成員行為表現與
團體關鍵事件(critical events)的次數記錄為主，例如:成員出席的次
數、主動發言次數、或是團體發生衝突事件的次數等。

2.功能層級評量與目標達成評估則是針對團體成員在各項能力表
現特定行為問題或目標行為加以分級，同時也可以用於特定的
環境系統功能的評量上，例如:社交技巧、職業能力、生活自理
能力，或家庭功能，學校的行政支持功能等。

3.以統一的數值單位測量成員特定的家庭、條件、行為、態度、
感受、個人人格、人際關係功能或性格發展等各層面的資料，
例如:自尊量表、人格測驗、憂鬱量表等。

4.這些量化的資料蒐集方式各有其優缺點，次數計算的可行性、
實用性和可靠性高，但是精確性和有效性較差；標準化量表與
功能性評量的成本高，須費時編制問卷或必須購買，但因有理論
依據，故其精確性高、效度高和實際效果相對較好(趙善如腰
1999)



第一節 團體工作評估的意義與方法 P.264

二、質性資料蒐集

(一)內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指團體工作者針對團體成員對特定成員的反應加以分析，以瞭解團

體領導者對成員的影響，以及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為何。

(二)過程分析

1.過程分析則是強調分析團體溝通是如何發生或决策如何被形成，例如:每個人

多常說話、話題的接續和聚焦過程是怎麼運作的、每次團體進行的沉默是如何
打

破、做决定的過程是有人領導或不容易被決定……等等。

2.最後則是個別或團體訪問法，也就是與個別成員或在整個團體做訪問:通常是

由團體領導者根據要評估的目標，提出結構式或半結構式的問題，讓成員能夠
說出個人的觀察和感受，有時也可以融合團體活勤或遊戲進行。

3.評估可以讓團體工作者用以測定團體的成效，成員也能有段時間專心思考他們
曾在團體裡做過的事情，以及獲得的經驗(Corey,Corey,Callanan&Russel,1992)



第二節 個別團體成員改變的評估 P.266

一、研究設計

以下就幾種常見的團體成員評估方法進行說明:

(一)目標達成紀錄

1.目標達成量表與功能層級量表是測量個人在達成目標過程中的程

序記錄，透過達成目標的具體描述，可以分為三到五個層級。

2.具體的描述，例如:完成家庭作業、減少上學缺席等，可以讓個

人瞭解達成目標的階段性進展，同時可以清楚解讀個人進步的情

況。

3.團體工作者在運用此法時，須將目標概念操作化為指標後，再採

用切割目標(partialization)的做法，將目標依據達成程度加以區分

為幾個等級。





(二)行為功能表現

1.角色行為的學習特別適合採用目標行為的基線建立與測量，包括

測量成員出現目標行為的次數，像是上學的出缺席情況、向主

管表達意見的次數、父母照看子女完成功能的時間長度等。

2.當此種方法在團體中使用時，可以讓團體成員互相討論，訂出每

一個目標達成階段的敘述，再訂出這些階段的達成等級。因此

，目標達成紀錄也具有發揮協助成員描迹期待目標(expected level 

of  success)協商目標與凝聚共識的功能。

【案例】

某安置機構為安置少年设計一套共通性的團體生活目標達成量
表，分為生活習慣建立、自我管理能力與情緒表達能力等面向，
分別針對各面向的子目標作明確的目標行為程度的陳述，用以協
助少年與社工共同檢視其進步或變化情形。





(三)自我評量報告

1.通常團體成員會尋求協助的情緒問題，多半是因為焦

慮影響其生活適應，例如 :拒絕朋友的請求、回應主管

問題、参加重要活動等。

2.自我評量的方式可以觀察個人的焦慮等級，通常

會0-10分要求成員自我評估，當然也適用在評估煩躁、

愉悅的情緒上(Reid,1997)。



(四)任務達成評估
1.任務性團體中任務可能是成員的個別任務，也可能是團體共同的
任務。

2.當團體的目標是在共同完成某項特定任務時，團體成員也會在任
務完成學習各項特定的技能或社會能力。

二、標準化量表之運用
青少年對其問题的因應、青少年肯定量表、兒童行為自我概

念量表、兒童對父母離婚的信念、兒童孤寂問卷、兒童孤寂量
表、親密懼量表……等。

標準化量表可能會因施測對象的文化差異或語言翻譯等問題，
會造成該量表的外部效度不穩定。特別是填答成員在文字閱讀
與理解能力上是否夠清楚，團體工作者要能夠有所掌握，不能
夠只有以年齡或教育程度作為衡量的標準。





第三節 團體狀況的評估 P.272



第三節 團體狀況的評估 P.273

一、團體結構評估

1.有些成員的想法在團體中可能會在無意中經常被忽略，

團體工作者可以將所有成員的想法或建議，以及團體的

反應記錄下來，這些反應可以編錄記成「支持或同意」

、「不同意」「「不相關」(如，改變話題或忽略性的

敘述)，以幫助團體工作者掌握低權力與邊緣成員

(Reid,1997)。

2.Rose(1981)評量内容表現方式，將成員在團體的表現内

容分成建議、意見回應、問題、回答問題、自我建

議反應、負面正面影響，以及提供訊息等幾個類型。



三、團體凝聚力評估
1.成員可以用五點量表來評定，可以把每個成員的結果加總，計
算出團體的平均值，工作者可以算出團體的中位數而非平均數
，因為平均數常因少數成員的極正向或極負向數值而使統計數字沒有
強烈的效果。團體凝聚力的改變可在任何時候，透過界定成員需求或
對此需求現象的干預結果進行檢測。

四、團體環境的評估
1.任何團體的運作都不是在真空的環境下進行，其必然會受到所處的外
部環境系統的影響。

2.成員可能同時具有其他團體成員的身分，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有接觸相
關環境系統的經驗，而這可能正是團體要促成改變的目標時，團體可
以將相關的成員經驗透過討論記加以分析運用。

3.例如:醫療單位舉辦的團體中，成員將護士的服務品質記錄並在團體
中做討論，這些紀錄可以用來在團體成員和護理人員代表開會時做討
論。

4.團體評估的方法可以是多樣性應用性與創造性的。


